
用中医药理论和临床实践指导

中药
“

痰咳清
”
的止咳试验

广州中药一厂研究所 ( 5 10 3 10 )杨 嘉
幸

吴 钢 沈秀明 冯所安

摘 要 验方
“
痰咳清

”
在临床使用中效果显著

,

而在经典的 5 0 :
一次性致咳实验中

,

止咳作用并

不明显
,

我们运用中医药理论
,

建立一个与
“

痰咳清
”
临床主证相类似的急性炎症痰咳模型

,

再重复

做 50
:

致咳实验
,

结果发现
“

痰咳清
”

中剂量组的咳嗽潜伏期为 40
.

37 士 8
.

10
5 ,

与对照格比较有显

著性差异 尸 < 0
.

05
,

说明
“

痰咳清
”

在此模型中的止咳作用明显
,

而对照组本身在模型建立前后的

咳嗽潜伏期有显著性差异 尸 < 0
.

05
,

提示此模型成立
。

急性炎症痰咳模型的建立在该止 咳实验中

是必要与可行的
,

初步探讨了
“

痰咳清
”
的止咳机理

,

是通过清热 (消炎 )
、

祛痰作用来达到止咳效果

的
。

揭示中医药理论和临床实践指导中药药理研究的重要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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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热止咳中药
“

痰咳清
”

是广州中医药大

学附院的经验方
,

主要 由麻杏石甘汤加清热

解毒止咳药物组成
,

临床上用于风温肺热所

致孩嗽患者
,

症见咳嗽痰黄
,

发热 口 渴
,

舌苔

薄白或黄
、

脉浮数等
,

具有清肺泄热
,

止 咳化

痰的功效
。

经多年的临床应用观察
,

该药对于

热痰热 咳等肺热咳嗽痰喘之证疗效确切
,

对

急性气管炎
、

急性支气管炎见有上述症候属

痰热型者
,

亦有显著疗效
。

为了深入研究开发

该方药
,

为临床疗效提供理论依据
,

我们对该

药进行了药效学试验
,

探讨其作用机制
。

1 “

痰咳清
”

止咳试验
“

痰咳清
”

的药效学试验中最重要的指标

是止咳作用
。

我们用经典的 5 0
:

化学致咳

法
〔 ,

,
2〕 ,

此法受影响因素少而易于控制
。

对健

康 N IH 小鼠灌胃给药后 l h 做一次性致咳

试验
,

其结果如表 1
。

表 1 痰咳清 5 0
2

一次性致咳试验结果

组 别
剂量

( /k g )

等体积
.

9 9 生药

3 0 m g

动物数

(只 )

潜伏期

(王士 s ) ( s )

l
值 P 值

蒸馏水

痰咳清 13

磷酸可待因

l 4

13

l 2

3 6
.

64士 2 2
.

45

4 2
.

31士 1 5
.

98

56
.

5士 2 5 3

0
.

75 > 0
.

1

2 12 < 0
.

05

结果表明阳性药磷酸可待因组与空白组

比较有显著差异
,

显示该实验方法是成立的
。

而
“

痰咳清
”

组则 无显著性差异
,

止 咳效果不

理想
,

这与该药的临床疗效不一致
,

为此
,

我

们不断改进实验方法
,

先用筛选法挑拣潜伏

期相近的小鼠 ( 30 ~ 50
5 )作实验对象

,

发现

这些经过 5 0
2

法筛选过的小鼠
,

已经有较严

重的 咳嗽
,

在 口角流出粘涎
,

并大量饮水
,

非

常类似于 临床上的咳 嗽有 痰 口渴 的症 状
。

5 0
:

是一种刺激性较强的气体
,

小鼠吸入后
,

5 0
2

在喉头遇水变成刺激性更强
、

作用更持

久的 H
Z
S O

、 ,

使小鼠咳嗽加剧
,

引起气管
、

支

气管受到剧烈刺激
,

使气管粘膜细胞产生炎

症渗出物
。

这就使我们得到了启发
,

风温肺热

的临床主要症状是起病急
、

咳嗽加剧
、

有粘痰

或脓痰
、

咽痛
、

口渴等等
,

西医诊断为急性气

管炎一支气管炎
,

痰咳清要对证治疗
,

才有好

的疗效
,

同样
,

要想痰咳清的止咳试验获得成

功
,

就必须要有与临床主症相类似的病理模

型
。

把经筛选过的小 鼠
,

用高浓度的 5 0
2

吸

入 ( 2八 2 5
,

V
:
V )刺激 1 2 0 5 ,

造成急性炎症

痰咳的小鼠模型
,

并模拟临床给药的服法
,

用

3 个剂量组的
“

痰咳清
”

给这些小鼠灌胃 3 d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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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第 3天再用 0 5
2

法检验其镇咳效果
,

同时

设蒸馏水及磷酸可待因对照组
,

结果如表 2
。

表 2 痰咳清对急性痰咳模型小鼠的止咳作用

组 别
悠 噢黔璧黔

, 谴 尸值

蒸馏水 等体积 12 29
.

42 士 12
·

7

磷酸可待因 3om g 12 3 8
.

42士 1 2
.

2 1 1
.

77 < 0
.

1

痰咳清 (低 ) 6
.

9 59生药 10 3 9
.

0士 14
.

2 2 1
.

67 ) 0
.

1

痰咳清 (中 ) 15
.

99生药 1 1 4 0
.

73士 8
.

1 0 2
.

5 1 ( 0
.

0 5

痰咳清 (高 ) 2 7
.

89生药 9 3 6
.

75士 1 6
.

55 }
.

1 5 ) 0
.

1

痰咳清的中剂量组的咳嗽潜伏期与空 白

对照组 (蒸馏水 )比较有显著性差异
,

说明了

在该动物实验模型中
,

痰咳清表现出 明显的

止咳作用
。

从模型前与模型给药后小 鼠咳嗽潜伏期

的变化考察了模型和药物的作用
,

结果如表

3
。

表 3 N I H 小鼠在急性炎症痰咳模

型前后的咳嗽潜伏期变化

组 别
模型前的潜伏期( s )

(牙士s )

模型给药后的潜伏期( s )

(牙士s )

051121.0<>>>>0000
40

.

42士5
.

19

40
.

917士 6
.

86

40
,

4 2士7
.

19

4 0
.

92士5
.

33

4 0
.

5 8士7
.

13

29 4 2士 12
.

0

39 0士14
.

22

40
.

7 3士 8
.

10

36
.

78士16
.

58

38
.

42士12
.

21

从表 3 中可看出
,

空白对照组 (蒸馏水 )
,

在建立模型后的咳嗽潜伏期显著降低
,

模型

前后 比较有显著性差异
,

显示该模型是成功

的
。

在没有药物的作用下
,

模型后的小鼠的气

管粘膜受到剧烈刺激
,

产生了炎症水肿
,

加剧

了咳嗽
,

在这种炎症痰咳未消除的状况下再

受到 5 0
2

刺激
,

就会比模型前更易咳嗽
。

而

其他各组的模型前后潜伏期比较都没有显著

性差异
,

说明是药物在起作用
。

2 急性炎症痰咳模型的建立
“

痰咳清
”

的止咳实验中
,

我们曾摸索过

氨水法
、

改良氨水法
、

5 0
:

法等方法
,

做了大

量的试验
,

直到建立起急性炎症痰咳模型
,

才

体现
“

痰咳清
”
的显著止咳作用

。

程秀生等用

5 0
2

吸入法造成慢性支气管炎模型
〔3〕 ,

徐锡

鸿等亦用 5 0 :
综合刺激法制造

“

肺气虚
”
证

模型
〔 4〕 ,

他们都是用低浓度的 5 0
2 ,

长期刺激

( 1 3 d 以上 )
,

造成肺部慢性炎症的模型
,

而

我们则用高浓度 5 0
。

短时间刺薇
,

造成急性

炎症模型
。

5 0
2

是有毒酸性气体
,

按中医病因

理论
,

可归属 于外邪一类
,

受 5 0
:

损伤的小

鼠
,

产生炎症痰咳的症状
,

就象人体感受风温

外邪一样
,

咳嗽痰多
,

发热 口渴
、

咽痛等
。

所以

此急性痰咳的病理模型是与中医的风温肺热

证相类似
,

另一方面由已知具有清热解毒止

咳药物
,

按照风温肺热治法组方的
“

痰咳清
” ,

对该种动物模型的止 咳化痰作用显著
,

亦反

过来证明了该急性炎症痰咳病理模型是成立

的
。

由此可见
“

痰咳清
”

的止咳作用机理可能

是通过清热解毒药物的消炎作用
,

化痰镇咳

药物的排痰镇咳作用
,

改善了肺的局部症状

来达到止咳效果
。

3 结语

王建华教授等提出
,

从方法论角度讲
,

中

药药理研究必须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
,

并紧

密结合临床实际
〔引 。

而刘建勋认为在中医理

论指导下
,

用实验动物建立
“

证
”

的病理模型
,

既可提供作为该
“

证
”

的病理研究对象
,

又有

助于筛选和研制有效方药
,

这可能是中药新

药临床前药效学研究与中医临床最好的结合

点
〔幻 ,

可见用 中医药理论和临床实践指导币

药药理研究的重要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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